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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贵州，你最好奇什么？”这是
香港筲箕湾官立中学（筲官中）公民与
社会发展科老师黄嘉豪近日给该校高
二年级同学布置的“预习题”。

大多数同学对贵州都有点陌生，预
习后好奇不已。带着好奇，100余名师生
从香港来到贵州，在黔山贵水间寻找答
案，展开五日生动的国情课。

今年4月起陆续成行的公民科内地
考察，是香港培育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
举措。作为首支赴粤港澳大湾区外的团
队，筲官中此行意义独特。“特地选择
西部省份，是希望带孩子们去与香港差
异很大的地方，更全面地认识国家。”
校长殷见欢说。

在秀美山水中领略地大物博

贵州地处西南山区，自然风光奇
美，与香港的海滨城景迥然不同。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
大小七孔景区，山水林石交相辉映。走
着走着，一块巨岩悬空凸起，一道激流
顺势泄落，形成“拱门瀑布”。

林嘉盛同学从下经过，溅了一身水
花，却很开心能“从视觉、听觉、触觉全
方位感受自然之美”。

沿途种类多样的植物都挂着科普
名牌。一些同学注意到一种叫“香港
四照花”的植物，顿时感到亲切，纷
纷拍照留念。

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以喀斯
特地貌闻名。筲官中副校长兼地理老
师高永泰说，希望孩子们身临其境，
加深对所学知识的感受。

贵州地质历史悠久，沉积地层发
达。在贵州省地质博物馆的10余万件
化石和矿产藏品中，有多件10余米长
的“镇馆之宝”。

仰头观察 100 多平方米的海百合
化石，郭臻同学留意到上面有切缝，
就此询问讲解员。原来，为将化石运

来展出，专业人员会细心对其进行分
割和处理。

“这在保育自然和科普教育之间
做了很好的平衡。”郭臻感慨。

夜幕降临，在安顺市黄果树景区
里，变幻的灯光投射在树顶、水幕、
岩石、地面。近年推行夜游项目后，
枯水期的大瀑布也别具魅力。

“好像梦幻之境！”语文老师陈静
娴说。

在大国重器中体会中国力量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峡谷之上，一座红色桥体连起两边碧
绿的山峰。2009年建成时，全长2237
米的坝陵河大桥是世界首座山区峡谷
千米级跨径桥梁。

桥面距水面 370 米高，吴梓晴同
学一边克服恐惧走完全程，一边忍不
住一直拍照。“之前我上过最高的就
是澳门塔。”吴梓晴说，她在贵州刷
新了登高的纪录。

山下的桥梁博物馆里，讲解员介
绍，桥在峡谷纵横的贵州尤为重要，
可以让“天堑变通途”，如坝陵河大
桥就将两岸原本约 1 小时的车程缩短
至约4分钟。

秦尉愉同学联想到熟悉的港珠澳
大桥，一个在海上，一个在山里，都是
规模宏大的超级工程。

大山里的另一项大国重器则“连
接”更远的地方。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平塘县，群山怀抱中，形似大锅的

“中国天眼”时刻探寻着宇宙信号。
“你好，我的外星朋友！”面对这

个直径 500 米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
望远镜，有同学兴奋地开起玩笑。

卢家熙同学听讲解时格外专注。
卢家熙说，因为刚刚学完电磁波原
理，所以对“天眼”的工作运转十分
感兴趣。

高新科技也可以“接地气”。在
国家大数据 （贵州） 综合试验区交流
体验中心，讲解员介绍大数据产业
时，特别提到助农相关应用。

“农民不懂大数据怎么办呢？”
庄秋桐同学问。

“只要做好数字基建和培训推广，农
民无需懂得原理，即可在生活中使用，也
能逐步提升科学素养。”讲解员回答。

在行万里路中感受国家发展

行程中，同学们还来到贵阳一
中，和内地学生一起上课。该校历史
老师龚麒结合贵州多民族的特色，讲
解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以及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发展。

课堂外，一中民乐团为同学们演
奏了一曲少数民族音乐 《三月三》。
欣赏时，学过小提琴的潘恩彤同学对
唢呐产生了兴趣，决定回港后研究下
这种“声音震撼”的民族乐器。

一路所见，都是国情教育：大巴车
行驶在蜿蜒山路间，引起同学们惊叹，
也启发大家关注交通建设；一些景区
全部使用电动车，有同学说这既是“科
技成果”，也是“环保理念的落实”……

本学年，全港将有逾 5 万名高中
生参与公民科内地考察，聚焦文化保
育、经济发展、创新科技、自然生态
等主题，逾 40 个考察团将走出大湾
区，走进福建、上海、陕西等地。

在贵阳一中校园里，香港特区政
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公民科内
地考察可以让学生通过体验式学习，
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成就。

有多年教龄的蔡若莲曾在贵州做
过义工，此次带队重游故地，感觉“变
化好大”。她说，期待同学们的考察心
得可以呈现一个“全新的贵州”。

“敬贵州！”行程最后一餐晚饭，同
学们唱着《海阔天空》，举起饮料干杯。
这些十六七岁的香港少年从此和蔡若
莲一样，与贵州结下一段缘分。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 者褚萌
萌、骆飞）

身临其境上堂国情课：

香港高中生的贵州五日

图为在贵阳一中，香港筲箕湾官立中学和贵阳一中学生共同上通用
技术课。 新华社记者 褚萌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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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美景在台湾找不到”“回到
台湾一定要好好地将这一切呈现”……
台湾自媒体人天府游记暨两岸传媒人航
拍创作交流活动采访团一行40余人，日
前走进四川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领略川西的绝美风
光，体验多彩的民族风情。他们表示，
川西独特的美景值得一来再来，期盼更
多台湾游客能亲身感受四川西部之美，

期待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化，让
更多台湾同胞能够跨越山海，看看大陆
的“诗和远方”。

“镜海和长海两个湖泊在阳光的折
射下呈现出蓝色、紫色、绿色的画面，像
是打翻的调色盘，山色水景美得像画一
般。”来到九寨沟，台湾自媒体人陈浩群
赞叹不已，满目尽是山林层峦叠嶂，湖泊
如同明镜镶嵌在山间，远处云雾缭绕，雪

山若隐若现，宛如仙境。“除了湖泊，九寨
沟还有许多壮观的瀑布。我最喜欢的是
珍珠滩瀑布，水流从高处冲击到溪流中，
水花四溅特别好看。如果有机会，大家一
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陈浩群说。

金色的草原，白色的绵羊，黑色的
牦牛，牧民的帐篷伴着炊烟，橙黄色落
日与山顶的皑皑白雪交相辉映……在阿
坝州若尔盖草原，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
李宜蓓看得沉醉了。“从前这样的画面
只能在图片或是视频里见过，今天亲眼
见到，真的太美了，感觉只能用‘世外
桃源’来形容！”

台北建中摄影协会记者陈宥彤在看
到若尔盖大草原的那一刻，就激动地想
把眼前的一切记录下来。黄河支流白河
在辽阔的草原逶迤前行，如同飘摇起舞
的锦缎。河边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
有红的、蓝的、黄的……“我不断地转
换拍摄视角，可惜相机能记录下的都不
如眼睛看见的美。”

甘孜州丹巴县甲居藏寨，中国最美
乡村古镇之一。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向
上攀延，一直延伸到卡帕玛群峰脚下。
幢幢白色素装的寨楼星罗棋布地点缀在
色彩斑斓的山坳之上，错落有致的层层
梯田掩映在青山彩林之中，远远望去好
似一幅画卷。藏寨中具有浓郁民族风情
的装潢、家居、服装、配饰，迅速点燃

了台湾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对藏寨居民
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热情的藏族村民
们挽起台湾青年的手臂，帮她们换上藏
装，拉起七彩裙摆，一起跳起了锅庄
舞。“这样的体验还是第一次，很开心
能 了 解 到 更 多 藏 族 民 众 的 文 化 和 习
俗。”李宜蓓说。

在甲居藏寨，台湾导报驻厦门记者
站主任蔡淑娟偶遇22名从台中到四川旅
游的台胞。“她们刚刚‘打卡’稻城亚丁，
接下来准备去九寨沟。没想到在海拔近
3000 米的藏寨也能遇到台湾乡亲，真的
很高兴。”蔡淑娟告诉记者，这恰恰说明
天府四川魅力十足、景色绝美，深受台湾
同胞青睐。随着川台交流不断热络，相信
会有更多台湾同胞走进四川、爱上四川。

“当这趟行程接近尾声时，我知道不
久后我一定会再来这里。我要带着我的
爸爸妈妈来，感受这里美好的一切。因
为，有的美丽一定要亲眼看见！”台湾自
媒体人王依涵告诉记者，令人难忘的不
仅有川西的美景美食，还有这里热情好
客的人。

“这次旅程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
我 95 岁的爷爷就是四川人。”台青自媒
体人张妤瑄在这次行程中不仅饱览美
景，更收获了特别的感动。她说，很高
兴能够来到爷爷的故乡，到这片土地走
一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管身在何
方，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作为“首来族”，陈宥彤觉得，第
一次来大陆，一路上川西的自然奇景、
历史韵味、人文风情都给她留下深刻印
象，但更令她感动的是大陆同胞的热情
与真诚。“我觉得，人应该找寻的意义
是，亲自踏上这一片土地，用眼睛、用
心去感受所有的一切。”

台湾传媒人天府游记走进川西——

跨越山海，看看大陆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汪灵犀文/图

台湾传媒人天府游记走进川西——

跨越山海，看看大陆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汪灵犀文/图

本报香港12月3日电（记者冯学知） 12月1日晚，“中国
西藏文化周”在香港文化中心开幕，随即登场的民族歌舞剧

《天边格桑花》成功进行在港首演，受到观众热捧。
据了解，本次“中国西藏文化周”活动包含民族歌舞剧

《天边格桑花》 展演、《康桑·净彩—西藏文化》 特展、“雪域
香江颂中华—西藏非遗歌舞进校园”交流演出、冬游西藏旅
游推介会等多项活动。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绎的民族歌舞
剧 《天边格桑花》 于 12月 1日和 12月 2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连
演两场，讲述了西藏普通一家父女两代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
下默默扎根祖国边陲，守边卫国的感人故事。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香港中联办
副主任卢新宁、紫荆文化集团总经理文宏武以及中央驻港机
构有关负责人、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等各界嘉宾1200余人出席
开幕活动并观看《天边格桑花》首演。

以“你好，纯净的高原、多彩的西藏”为主题的《康桑·
净彩—西藏文化》特展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香港大会堂
展览厅对全港市民开放。本次展览汇聚西藏精品文创、非遗
传承等 300 余件展品，通过图片、视频、民俗演绎等多种形
式，多角度呈现雪域高原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奇特壮美的
自然风光、淳朴的民俗风情。

文化周期间，西藏藏剧团还深入香港中小学为师生们表
演了民族舞蹈、乐器弹奏、传统藏族服装展示等节目，受到
师生们的欢迎。

本次“中国西藏文化周”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香港特
区政府、香港中联办、紫荆文化集团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
厅、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香港联艺机构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西藏文化周”在港举办
《天边格桑花》受热捧

“中国西藏文化周”在港举办
《天边格桑花》受热捧

图为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港演出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本报深圳12月3日电（记者贺林平） 2023深港青年音乐
创享会日前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落幕。这是深港青年
文化交流共融的原创音乐之旅，吸引20多位香港青年原创音
乐人参加，和深圳音乐人一起，为乐迷们呈现了一场高质量
的视听盛宴。

12 月 1 日下午，创享会在深圳粤语创作人刘莉旻与香港
青年唱作人何英玮乐队的联袂表演中开场。来自香港与深圳
的四位音乐人分别从各自角度，分享了香港和内地音乐创作
的特色及两地市场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勉励香港青年音乐人
用心感受生活、大胆创新，特别是与内地更多优秀的音乐人
交流切磋，拓宽创作空间，在香港与内地两地文化交融中，
形成富有个性特色兼具市场欢迎度的音乐风格和作品。晚
上，到场的深港青年原创音乐人登台献上了一场温馨、愉悦
的深港青年音乐原创音乐会，并与200多位现场观众分享了歌
曲的创作背景和灵感来源，演出持续近2个小时，气氛热烈。

活动由香港积善之家慈善基金会、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投
资有限公司、星辰杰瑞文化等联合主办。

深港青年音乐创享会前海落幕

本报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金晨） 2023“八闽情·祖国
心”主题活动近日在京举办。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 海洋力
量”为主题，分为向海而生、向海而荣、向海扬帆、向海图
强4个主题板块，全景展现了福建中外文明交流、多元文化汇
聚的生动图景。

福建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当地生
产的陶瓷自古以来就远销海内外，其中德化白瓷更是凭着精
妙绝伦的工艺独树一帜。活动现场，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
郑炯鑫介绍了德化白瓷的生产技艺与德化窑的发展历史。“德
化白瓷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见证，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德化、走进德化，近距离感受德化白瓷的魅
力。”郑炯鑫说。

活动中，观众还现场品尝了茉莉花茶、安溪铁观音、武
夷岩茶及福鼎白茶等福建名茶，并通过诗歌表演和专家讲述
等多种艺术形式，感受福建船政文化、福茶文化、朱子文化
的深厚底蕴。

“八闽情·祖国心”主题活动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北
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联合主办，活动邀请在京闽籍乡亲、港
澳台同胞及海外友人等近百名嘉宾参与。

下图：活动现场进行的茶艺表演。 主办方供图

“八闽情·祖国心”主题活动在京举办

第六十四届羊城菊会近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文化公园
举行。本届菊会以“绿美羊
城·菊之韵”为主题，展出
各 类 盆 菊 、 时 花 超 过 10 万
盆，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赏
菊。图为游客在羊城菊会上
赏菊。

卞伟峰摄 （人民视觉）

羊城菊会迎客来


